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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魏应钦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市中医
院了解到，该院的冬病夏治中伏
贴敷当日结束，7月 22日、23日
两天共有3000多人参加。另外，
中伏加强贴敷时间为8月 1日、2
日，望市民按时参加。

出现水泡为正常反应

据市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副
主任医师李宏军介绍，从7月22
日、23日贴敷的情况来看，许多
市民都赶在了第一天的上午，提
醒大家以后贴敷时，可以避开高
峰，在第一天下午或第二天贴敷。

另外，有的市民反映贴敷后

出现水泡，其实这属于正常反
应。因为贴敷疗法属于发泡疗
法，贴敷时间长容易出现水泡。
进行贴敷治疗的患者有些属于过
敏体质，对药物反应强烈，儿童由
于皮肤娇嫩更容易起泡。虽说贴
敷后起泡疗效会更好，但由于对
美观的需求，患者应根据皮肤的
敏感程度适当缩短贴敷时间，以
免过度起泡。如出现小水泡一般
不需要特殊处理，最好让其自然
吸收。如水泡已破，可涂吉尔碘
等。如水泡较大，应到医院处
理。贴敷期间忌食生冷、辛辣、油
腻，忌食海鲜，避免电扇直吹或在
温度过低的空调房间久待。忌过
量运动，以免汗出过多导致气阴

两虚。
还有，在贴敷中，再次贴敷一

般需要换穴位，这点请大家注意。

贴敷还有中伏加强和末
伏两次

李宏军说，市中医院之后的
冬病夏治贴敷时间为：中伏加强
贴敷时间为 8月 1日、2日；末伏
贴敷时间为8月 11日、12日。冬
病夏治贴敷时间为夏季三伏，
共贴四次，一般要求连续治疗 3
年为一疗程。每次贴敷时间：
成人 4 至 5 小时，儿童 1 至 2 小
时。需要提醒的是，今年的贴
敷时间，每一阶段进行两天的
集中贴敷；由于个人原因预约

后未能贴敷者，请于2017年9月
30日前办理退费手续，过期不再
办理。

今年冬病夏治在穴位贴敷前
要口服中药“开穴汤”，以调节阴
阳，扶正祛邪，开穴位，加强穴位
贴敷的治疗作用，使冬病夏治的
疗效更为显著。今年的“开穴汤”
分为两种，一类适用于内科的呼
吸系统，包括哮喘、慢性支气管
炎、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炎、咽炎、
体虚易感冒和哮喘、反复呼吸道
感染；另一类适用于痛经、月经不
调等虚寒性妇产科疾病，风湿、阳
虚引起的各种颈、肩、腰腿痛等

“痹症”，四肢寒凉怕冷，免疫力低
下等。

市中医院冬病夏治
中伏贴敷3000多人
中伏加强贴敷时间为8月1日和2日

本报讯 7月 13日，我市鲁山
县瓦屋镇楼子村一户人家家中发
生煤气罐爆炸，一家三口受伤入
院。近日，记者在平煤神马医疗
集团总医院见到了正在接受治疗
的曹起平一家。

母子三人被大面积烧伤

曹起平今年35岁，楼子村上
碳爻组人，和妻子高桂阁结婚后
育有两个儿子，一家四口的生活
虽不富裕但和谐温暖。

7月 13日 13时 10分，曹起平
在工地干完活往家赶，突如其来
的灾难降临在这个普通的家庭。
当时，妻子高桂阁正在厨房做饭，
11岁的大儿子在厨房帮忙，3岁多
的小儿子在厨房门口玩耍。随着
一声巨响，厨房的煤气罐突然爆
炸，妻子高桂阁和两个孩子被严

重烧伤。房子被炸得一片狼藉。
巨大的响声惊动了邻居，邻居拨
打急救电话后，将受重伤的一家
人紧急送往瓦屋镇医院，由于伤势
严重，一家三口被送入平煤神马医
疗集团总医院。

经确诊，小儿子特重度烧伤，
面积达62%，伴有颅脑损伤，蛛网
膜下腔出血，颅骨、眼眶骨折，被
紧急送入总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救
治；大儿子重度烧伤，面积达
35%；妻子高桂阁特重度烧伤，面
积达70%，伴吸入性损伤，全身起
泡、浮肿、渗液。

7月 21日，小儿子经过一周
的重症监护，生命体征趋于平稳，
转入整形烧伤科病房进行专科治
疗。当天，记者在总医院整形烧
伤病房见到了受伤的一家三口。
大儿子双腿重度烧伤，小儿子和
高桂阁全身缠满绷带，进食、喝水

都成难题。

后续治疗费用无着落

据总医院整形烧伤科主任崔
树英介绍，目前，一家三口均已脱
离重度烧伤前期的感染期。由
于伤势过重，高桂阁母子三人
的治疗费用已花去 13.8 万元。
在接下来的治疗中，母子三人
还要面临后续的创面处理、植
皮手术、康复治疗。医生介绍，
特重度烧伤患者要经历多次植
皮手术治疗，手术花费保守估
计还需要50万元。

为了帮助一家人筹措治疗费
用，科室主任崔树英、护士长郑
乐带领医护团队向医院申请节
省治疗费用的同时，帮助曹起平
在轻松筹平台发布求助消息。
在科室医护人员转发和呼吁下，

目 前 已 筹 措 治 疗 资 金 12.4 万
元。尽管如此，后续治疗费用的
缺口仍然巨大。

据了解，35岁的曹起平常年
在外打工，每月工资收入仅有
2000 余元。妻子高桂阁受伤前
是一名幼儿教师，工资不高。曹
起平的父母年事已高，母亲于前
年换骨膜手术花费近10万元，父
亲常年腰疼，没有固定经济收入。
前期的治疗费用已经将家里的全
部积蓄用光，亲戚朋友东拼西凑的
几万元也已用在前期的救治中。

面对后续巨额的治疗费用，
曹起平感到茫然和无助。“作为一
家之主，理应承担这一切。可一
时半会儿，我上哪儿凑这么多
钱？”曹起平表示，为了家人，他要
振作起来，也希望爱心人士伸出
援助之手，帮帮他们这个家。

(李莹)

煤气罐爆炸 一家三口严重烧伤
治疗费难坏一家人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全市卫生
应急队伍应急处置和救援能力，同
时向公众宣传卫生应急知识和技
能，7月21日，市卫计委和市总工会
联合举行了全市卫生应急技能竞赛。

当天早上8时30分，市卫生应急
技能竞赛启动仪式在市卫计委 12
楼会议室召开。来自舞钢市、宝丰
县、郏县、鲁山县、叶县、新华区、卫
东区、湛河区卫计委和市一院、市
二院、市疾控中心、市急救指挥中
心、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解
放军第152中心医院、市五院、市职
防所、平煤神马职防院等17家单位
共同组建的 10支参赛队伍共计 111
名参赛队员参加了启动仪式。

此次竞赛共设突发急性传染病
防控、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突发
中毒事件处置3个专业，分为理论
知识考试、实践技能比赛和队伍集
结检验三部分。当天上午启动仪式
结束后，参赛队伍参与完成了理论
考试。当天下午，在我市疾控中心，
实践操作技能竞赛拉开序幕。竞
赛现场，各专业参赛队员依次展现
了暴发疫情调查处置技能、防护服
穿脱操作技能；单人徒手心肺复苏
术、多发性创伤包扎、固定与搬运
技术；氯气中毒事件现场采样、食
物中毒事件现场调查与采样等技
能，专家评委对选手们的答题及技
能比赛情况进行集中打分和评判。
据组委会工作人员介绍，大赛还将
于7月25日举行队伍集结检验和颁
奖大会。 （李莹）

市卫生应急技术
竞赛举行

本报讯 饮水机在现
代家庭十分常见，夏天大
家更喜欢喝凉水口放出来
的水。然而国家环境卫生
监测部门检测结果显示：
饮水机热水口放出来的水
几乎不含什么细菌，而凉
水口里放出来的水每毫升
有十万以上的细菌。因此
家里用饮水机的最好喝热
水。 （华龙）

别喝饮水机
的冷水

□记者 牛瑛瑛

本报讯 近日，市第一人民医院
神经外科一病区成功为一名颈动脉
重度狭窄患者实施“颈动脉内膜剥脱
术”（CEA），术后患者恢复良好。手术
的成功不仅标志着市一院独立开展
CEA手术已经成熟，也在全市开创了
显微外科手术防治脑梗死的先河。

据介绍，患者潘大妈今年 69
岁，两个月前她突然感到右脚发麻
无力，继而进展至右腿、右侧躯体、
右上肢。家人赶紧将老人送到了市
一院神经外科一病区接受诊疗。

经颅脑核磁共振、颈动脉血管
造影等检查，潘大妈被诊断为大脑
动脉多发硬化，病根在于其右颈动脉
起始部重度狭窄（达90%），若不及时
进行治疗，将面临颈动脉完全闭塞、
斑块脱落，形成脑梗死的风险，其后
果可能造成偏瘫、失语、意识障碍，甚
至死亡。医生最终决定为潘大妈实
施“颈动脉内膜剥脱术”。

神经外科一病区医疗团队在科
主任赵书生的主持下为潘大妈施行

“颈动脉内膜剥脱术”。医生们在患
者颈侧方皮肤斜切开一个约7厘米
的小切口，暴露颈总动脉、颈内动脉
及甲状腺上动脉，并于颈内动脉方
向切开动脉壁，遂见管腔内淡黄色
斑块呈套管状贴附于动脉内膜上，
逐渐增厚达3毫米左右，长度约1.5
厘米，致使动脉狭窄明显，远端管腔
近似不通。最终，经医师们在显微
镜下的仔细剥离，这块堵塞颈动脉
的“垃圾”终于被顺利清除。

赵书生提醒说，颈动脉狭窄形
成会导致脑供血不足，血管内斑块
脱落会造成脑梗死，发现有头晕，视
物不清，肢体无力、麻木，嗜睡，脑梗
死，肢体活动障碍等情况的患者，一
定要警惕颈动脉存在斑块。一旦发
现颈动脉有斑块形成，要到正规的
医院就诊，评估斑块的情况，在发生
脑梗死前干预，能有效降低脑梗死
的发生率和致残、致死率。 ★

手术清除
颈动脉血管“垃圾”
有效预防脑梗死


